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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環團聯合聲明:  

促請政府制定全面保育政策及時間表 保護具保育價值地點  

（2021年 12月 14日） 
  

我們歡迎政府於《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提出的積極保育措施，包括動用《收回土地條例》

（第 124 章）收回新界西北部后海灣私人擁有的魚塘和其他濕地。但是，北部都會區計劃將

容納約 250 萬人，如此龐大的發展規模需要一系列的措施和行動，以確保在北部都會區的規

劃、建設和運營階段，當前的保育工作及努力不會因為發展而受到影響。因此，我們希望就

《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當中的自然保育議題，促請特首及其團隊採取以下措施：  

 

一、透過有效的政策和法規，認可和保護具有重要保育價值的地點  

● 我們支持政府承諾透過《收回土地條例》（第 124 章）徵收私人土地，以作自然保

育公共用途。  

● 我們支持建立濕地保育公園以保護管理 2,000 公頃具有重要生態價值的濕地生態系

統，甚至提高該區的生態價值。  

● 我們建議擴展拉姆薩爾濕地範圍以覆蓋后海灣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濕地生態系統，並

繼續與深圳相關部門合作，共同保護后海灣/深圳灣的濕地生境。 

● 現有《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編號 12C》所設訂「濕地保育區」內的所有魚塘和

其他濕地必須包括在濕地保育公園的範圍內。  

● 我們建議政府採取全面的保育策略，提升后海灣濕地生態系統的完整性。擬議的紅

花嶺郊野公園應由約 500 公頃擴大至 1,120 公頃，連接深圳的陸地生境（尤其是梧

桐山一帶）與香港八仙嶺郊野公園及更廣泛的郊野公園網絡，進一步加強兩地的生

態走廊。 

● 農地在本地食品供應和自然保育有重要作用和功能。因此，我們建議政府保護現時

耕作中的農田和具有良好復耕潛力的荒廢農地，以促進可持續農業及生物多樣性。  

    

二、緩和發展對具重要保育價值地點所帶來的壓力  

● 任何發展項目必須盡量避免和減少對具重要生態價值地點造成的影響，包括但不限

於：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SSSI)、保護區 (CA)、海岸保護區 (CPA)、綠化帶 (GB)、天

然河流、泥灘、魚塘、鷺鳥林和在其他生態研究中錄得過重要物種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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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棲息地會受附近發展項目的影響，所以「邊緣效應」需納入考慮中。具重要生

態價值的地點與規劃中的發展項目之間必須設立緩衝區。我們重申，緩衝區的價值

與必要性不容忽視，應作為緩和后海灣及未來北部都會區發展壓力的重要保育策略。 

● 為落實北部都會區保育措拖的承諾，濕地保育公園不應成為北部都會區未來任何發

展項目的環境或生態「補償」。濕地將成為「綠色空間」，不僅能夠造福於未來北

部都會區甚至全香港的市民，還能提升香港的生物多樣性。香港的濕地還將為東亞

-澳大利西亞遷飛區的候鳥提供重要的棲息地，為維護全球生物多樣性作出重大貢

獻。 

● 維持和遵守城規會規劃指引編號 12C ，包括「濕地零淨損失」和「防患未然 」的

原則，保留濕地景觀中連綿覆蓋的魚塘，並在發展北部都會區時，維持這些魚塘的

生態連接性。  

● 建立濕地保育公園及發展其他項目時，保持和遵循現時自然保育、環境保護、規劃

和土地使用的法律架構，包括但不限於《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 499 章）、《城

市規劃條例》（第 131 章）、《水污染管制條例》（第 311 章） 和《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  

● 任何相關條例的檢討及修訂都不應為了效率而犧牲效力，公眾諮詢應予以保留。  

● 於北部都會區的規劃階段將生物多樣性、氣候適應力和其他環境考慮因素整合並納

入主流將有效減輕棲息地退化和氣候變化的不良影響。 

  

三、確保政策公布到保護區劃定過渡期間不會有生態損失  

● 私人土地擁有人可能對收地有期望，或會改變魚塘或濕地的運作，這可能對后海灣

濕地的整體生態價值產生不良影響。政府應於過渡期間採取措施保持現有濕地生態

價值，並制定收回土地的時間表。 

● 漁民對后海灣魚塘運作及維護濕地的生態價值功不可沒。他們養魚的生計和經驗應

該得到珍惜和尊重。身為魚塘和濕地的持份者和管理人，漁民的參與對濕地保育公

園的保養和管理至關重要。  

● 我們要求在規劃北部都會區之前進行生態研究，並定立明確的時間表以避免濕地喪

失。為提高透明度，達至有效的協調，政府必須與相關關注團體分享生態研究的所

有數據和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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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確保保護區的規劃、成立和管理以保育為目標  

● 開展針對濕地保育公園邊界和緩衝區劃分的詳細研究，以保障濕地生態系統的連接

性和功能。  

● 在濕地保育公園的規劃和管理中，保育優先考慮，將建築工程減到最少。  

● 在擬議中的濕地保育公園內，任何基礎設施或園藝必須促進現有濕地景觀的連接性，

不能損害整個后海灣濕地生態系統的生態完整性。  

● 任何擬建的康樂和公共教育設施和活動都不應造成任何濕地損失或低估濕地保育公

園的自然保育目標，其規劃、設計、建設和運營應得到適當的監管和管理。  

● 擬議濕地保育公園的共同保育目標應透過全面、景觀規模的保育策略和政策制定。 

● 為此濕地系統，尤其是濕地保育公園的管理和運營承諾和分配足夠的資金。在設計

階段成立工作小組，在建設和運營階段積極解決擬建公園潛在和可預測到的環境和

生態問題。  

 

 

五個發起團體：  

長春社  

創建香港  

綠色力量  

香港觀鳥會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以英文名稱順序排列） 


